
【百年塑一园】退休职工讲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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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参加重大活动
■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时在这里散步
■朱德为兰花室题匾， 与职工交流养兰花经验

国家政要的中山公园之缘

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都来这里与市民共同参加 “五一
节”、 “七一节”、 “十一节” 等游园
活动。 党和国家领导人还经常到这里
休闲、 散步。 中山公园因其特殊的地
理位置， 多次承担党和国家重要外事
接待任务。 中山公园还是外事交往的
纽带， 1955年公园职工奉命随同代表
团赴新德里将公园养的精品金鱼作为
国礼， 送给印度总理尼赫鲁。 1977年
荷兰公主赠送给中国政府的4箱郁金香
球根 ， 政府委托中山公园栽植成功 。
成为北京最早栽植郁金香花的公园。

中山公园曾长期承担天安门城楼
及广场的花卉布展任务 。 据统计从
1949年至1986年参加天安门摆花33次。
通过多次政治用花需求， 使得公园花
卉展养水平得到长足提高。

党和国家领导人
“串门” 到这里

由于这里与
中 南 海 非 常 近 ，
党和国家领导人
到这里 “串门”。

姜振鹏告诉
记者 ： “据史料
记载 ， 从 1954年
至 1955年 ， 毛泽
东 、 刘少奇 、 周

恩来、 朱德、 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有时清晨或工作之余到这里散步， 赏
花观鱼。 1954年， 在这里举办了欢迎
印度总理尼赫鲁的游园会 。 1955年 ，
在 ‘七一节’ 的时候， 毛泽东陪同越
南劳动党总书记胡志明参加游园晚会。
1957年5月4日， 毛泽东陪同前苏联伏
罗希洛夫元帅来这里参加 ‘五四青年
节’ 游园晚会， 晚会从8点30分开始到
10点30分结束。 青年们将毛泽东和伏
罗希洛夫欢送出园。 1983年和1984年，
全国政协领导人康克清、 荣毅仁、 杨

成武等到这里参加春季植树活动 。
2007年8月温家宝总理与德国总理莫克
尔在公园鲜花古柏中游览 、 畅谈国
事。”

赏兰花的常客是朱德
与北京各公园

里栽种的花卉相
比 ， 中山公园栽
种的牡丹、 兰花、
大丽花和郁金香
花最有名 。 朱德
最青睐兰花 。 职
工也因兰花与朱
德结下了深厚的

友情。
王来义从前辈那里了解到， 1960

年， 中山公园举办首届兰花展览。 朱
德和陈云等领导人到四宜轩兰花展室
参观兰花。 在1961年的秋、 冬， 朱德
两次到公园的行健会兰花展室参观兰
花 。 1962年春 ， 朱德再次到行健会 、
唐花坞参观兰花。 1972年5月1日上午
10点， 朱德参加完游园活动后， 到菊
花地花洞观看兰花。 1974年1月30日下
午， 朱德又到菊花地花洞和兰室观看
兰花。 1976年1月25日下午是朱德最后
一次到这里观赏兰花。 5个多月后， 朱
德与世长辞。 中山公园在吊唁会场摆
放了鲜花， 其中就有他喜欢的兰花。

朱德第一次赏兰花
用了两小时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 中山公园
从上海引进了一批优良传统品种的兰
花， 并请来一位老师傅养兰花。 这事
不知怎么让朱德知道了。 他闻讯来到
中山公园。 他下车后， 缓步走进职工
中， 边走边与职工打招呼， 面带笑容
地与职工一一握手。 他走近兰花， 观
察着每一盆名贵品种兰花， 仔细端详，
深深品味。 在那不足500平方米的兰棚
里足足观赏了两个多小时。 他带着满

足而兴奋的神情离开了 。 临走之前 ，
他不断地嘱咐青年职工： “要养好兰
花， 多向老师傅学习。” 职工们依依不
舍地向朱德挥手告别。 从此， 朱德经
常在周末、 假日， 有时一两个星期一
次到中山公园观赏兰花， 进行指导。

朱德每次来这里观赏兰花都会亲
切地 ， 详细地询问兰花养护的情况 ：
“换盆了没有？” “用的是什么土壤？”
“施了什么肥？ 等等。” 他还告诫青年
职工： “兰花是中国传统名花。 在北
京栽培有一定的困难 ， 温度不够 ，
冬季寒冷 。 你们要有信心 。 在北方
一定要看好 ， 要知难而进 。 ” 为达
到这一目的 ， 朱德亲自在一个星期
日到西郊山区收集腐土做实验 ， 给
园林职工极大鼓舞 。 他常说 ： “兰
花是国家宝贵的文化遗产 ， 又是重
要的种植资源和财富 。 要把养兰当
成事业， 不能当成玩物。”

朱德为兰花室
题匾“兰室”

当中山公园兰花室刚建成的时候，
门额上什么标志也没有。 职工们总觉
得应该有个名字， 最起码也要显示出
这是兰花展室。 可是由谁题名最合适
呢？ 职工们一致认为朱德最合适。 但
又怕他老人家日理万机， 没有功夫给
一个小小的公园题匾额。 职工们就向
朱德的卫士长透露出这个愿望， 并且
在1960年3月24日呈送给朱德专函。 谁
知没过几天， 职工们就收到了朱德毛
笔手书的五六幅 “兰室” 大字， 谦虚
地让职工们从中选用。

王来义的同事虞佩珍给他讲过一
个故事， 一天下午， 朱德兴致勃勃地
来到中山公园赏兰。 他从四川青城山
的野生兰花谈到江浙一带的名种， 愈
谈愈有兴趣， 愈谈愈投机。 临离开时，
邀请年轻的技术人员虞佩珍和一位老
师傅随他同车到中南海去看兰花。 在
中南海温室里 ， 兰花种类非常丰富 ，

来自全国各地的兰花千余盆。 他老人
家一一做了介绍和讲解。

朱德割爱把兰花
送给中山公园

那是1964年， 中央机关决定不养
花了， 全部交给北京市园林局。 这些
花分别送给了中山公园、 北海公园和
天坛公园培养。 当时， 朱德不在北京，
等他老人家回到北京之后，考虑到兰花
在北方不易培养的特殊情况。为了保护
兰花事业的发展，他老人家特地来到培
养兰花有经验的中山公园，以商量的口
吻说：“我把中南海的兰花全部给你们
养好吗？”年轻职工未加思索，直爽而冒
失地说：“中山公园温室也装不下那么
多兰花呀！ ”他老人家面有难色，最后
说：“你们技术力量较强，就把江浙名种
给你们，其它的我再想办法吧！”当后来
职工们了解到全套贵州野生品种和广
东墨兰等兰花名种给别的单位，全部损
毁或丢失的时候，职工们深感内疚。 一
批宝贵的财富永远也无法挽回，犯下了
不可弥补的错误。当时中山公园真应该
全部留下来，有难处自己解决，不要让
他老人家为难， 或许情况会好一些。

1972年春节， 正是 “文革” 后期，
中山公园恢复因动乱而停办的兰花展
览。 朱德得知了这一消息。 一天， 天
气很冷。 他老人家急匆匆地来到中山
公园的兰室， 直奔阴暗的花洞子。 那
里的台阶很陡。 职工们怕他老人家行
走不便， 告诉他， 开花的都已经送到
展室了， 示意他不要进花洞子。他老人
家出于对兰花的喜爱， 还是执意要下
去。 他高一脚低一脚地走进低于地面
一米的大花房，看到喜爱的兰花仍在茁
壮成长，满满地一个大花房时，感叹地
连声说：“好啊！ 好啊！ ”好似对花的问
候，也好似出于赞扬。他爽朗地笑了。职
工们受压抑多年而沉重的心情，一下子
开朗了，泪水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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